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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涵蓋語言認知與文化三大主題: 

- 談談達悟語的女人、老人與海 

- 菲律賓類型語言的情緒 

- 達悟語聖經翻譯的挑戰 
 
 
 
本座談共有兩大主題： 

我的學思歷程 

一、從「站在高崗上」到蘭嶼的碧海藍天：南島語言學如何入門? 

二、鳥瞰西南島語，說青蛙的故事：如何走進南島語言學應用領域？ 
 

 
 
演講投影片連結: https://goo.gl/9B6p65 

https://goo.gl/9B6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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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講座探討如何使用社會語言學的視角和語料庫的方法從事南島語言的社會語 

言與文化研究，並介紹如何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瀕危語言的復振和保存。首先從社 

會語言學的視角探討印尼爪哇島女性的語言態度如何影響語言選擇和語言傳承 

(Smith-Hefner 2009)，並觀察蘭嶼社會女性如何在語音變遷上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Rau, Chang, & Dong 2009)。其次根據達悟語數位典藏語料庫的內容分析達悟族 

人和魚之間的關係，探討如何由人觀魚和由魚觀人(Rau, Yang, Chang, & Dong 
2009)，並根據達悟語的語言結構說明如何使用動詞前綴找尋達悟語的情緒詞以 

及如何與菲律賓類型語言情緒詞做比較(Rau, Wu, & Yang 2015)。最後將焦點帶入 

應用語言學的翻譯和詞典編纂領域，以達悟語新約聖經翻譯為例，說明達悟語語 

義詞彙無法對譯時譯員如何選擇 (曾 2015)，以及書寫符號標準化過程，面臨多 

頭馬車版本挑戰時的解決之道(何、董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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